
通风与空调系统调试

1 范围

本工艺标准适用于通风与空凋系统调试及运行。

2 施工准备

2.1 仪器仪表要求及主要仪表工具：

2.1.1 通风与空调系统调试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应有出厂合格证明书和鉴定文件。

2.1.2 严格执行计量法，不准在调试工作岗位上使用无检定合格印、证或超过检定周

期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仪器仪表。

2.1.3 必须了解各种常用测试仪表的构造原理和性能，严格掌握它们的使用和校验方

法，按规定的操作步骤进行测试。

2.1.4 综合效果测定时，所使用的仪表精度级别应高于被测对象的级别。

2.1.5 搬运和使用仪器仪表要轻拿轻放，防止震动和撞击，不使用仪表时应放在专用

工具仪表箱内，防潮防污秽等。

2.1.6 测量温度的仪表；测量湿度的仪表；测量风速的仪表；测量风压的仪表；其它

常用的电工仪表、转数表、粒子计数器、声级仪、钢卷尺、手电钻、活扳子、改锥、克丝钳

子、铁锤、高凳、手电筒、对讲机、计算器、测杆等。

2.2 作业条件

2.2.1 通风空调系统必须安装完毕，运转调试之前会同建设单位进行全面检查，全部

符合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和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的要求，才能进行运转和调试。

2.2.2 通风空调系统运转所需用的水、电、汽及压缩空气等，应具备使用条件，现场

清理干净。

2.2.3 运转调试之前做好下列工作准备：

2.2.3.1 应有运转调试方案，内容包括调试目的要求，时间进度计划，调试项目，程

序和采取的方法等；

2.2.3.2 按运转调试方案，备好仪表和工具及调试记录表格；

2.2.3.3 熟悉通风空调系统的全部设计资料，计算的状态参数，领会设计意图，掌握

风管系统、冷源和热源系统、电系统的工作原理；

2.2.3.4 风道系统的调节阀、防火阀、排烟阀、造风口和回风口内的阀板、叶片应在

开启的工作状态位置。

2.2.4 通风空调系统风量调试之前，先应对风机单机试运转，设备完好符合设计要求

后，方可进行调试工作。

3 操作工艺

3.1 调试工艺程序如下：

准备工作

通风空调系统运 空调自动调节系统

转调试前的检查 控制线路的检查

通风空调系统的 调节器及检测仪

风量测试与调整 表单体性能校验

空调器设备性 自动调节系统及检



能测定与调整 测仪表联动校验

空调系统综合效果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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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准备工作：

3.2.1 熟悉空调系统设计图纸和有关技术文件，室内、外空气计算参数，风量、冷热

负荷、恒温精度要求等，弄清送（回）风系统、供冷和供热系统、自动调节系统的全过程。

3.2.2 绘制通风空调系统的透视示意图。

3.2.3 调试人员会同设计、施工和建设单位深入现场，查清空调系统安装质量不合格

的地方，查清施工与设计不符的地方，记录在缺陷明细表中，限期修改完。

3.2.4 备好调试所需的仪器仪表和必要工具，消除缺陷明细表中的各种毛病。电源、

水源、冷、热源准备就绪后，即可按计划进行运转和调试。

3.3 通风空调系统运转前的检查；

3.3.1 核对通风机、电动机的型号、规格是否与设计相符。

3.3.2 检查地脚螺栓是否拧紧、减振台座是否平，皮带轮或联轴器是否找正。

3.3.3 检查轴承处是否有足够的润滑油，加注润滑油的种类和数量应符合设备技术文

件的规定。

3.3.4 检查电机及有接地要求的风机、风管接地线连接是否可靠。

3.3.5 检查风机调节阀门，开后应灵活、定位装置可靠。

3.3.6 风机启动可连续运转，运转应不少于两个小时。

3.3.7 通风空调设备单机试运转和风管系统漏风量测定合格后，方可进行系统联动试

运转，并不少于 8h时。

3.4 通风空调系统的风量测定与调整：

3.4.1 按工程实际情况，绘制系统单线透视图、应标明风管尺寸，测点截面位置，送

（回）风口的位置，同时标明设计风量。风速、截面面积及风口外框面积（图 4-40）。

图 4-40

3.4.2 开风机之前，将风道和风口本身的调节

阀门，放在全开位置，三通调节阀门放在中间位置（图

4-41）空气处理室中的各种调节门也应放在实际运行

位置。

3.4.3 开启风机进行风量测定与调整，先粗测



总风量是否满足设计风量要求，做到心中有数，有利

于下步调试工作。

3.4.4 系统风量测定与调整，干管和支管的风

图 4-41

量可用皮托管、微压计仪器进行测试。对送（回）风系统调整采用“流量等比分配法”或“基

准风口调整法”等，从系统的最远最不利的环路开始，逐步调向通风机。

3.4.5 风口风量测试可用热电风速仪、叶轮风速仪或转杯风速仪，用定点法或匀速移

动法测出平均风速，计算出风量。测试次数不少于 3～5次。

3.4.6 系统风量调整平衡后，应达到：

3.4.6.1 风口的风量、新风量、排风量，回风量的实测值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值不大于

10%。

3.4.6.2 新风量与回风量之和应近似等于总的送风量，或各送风量之和。

3.4.6.3 总的送风量应略大于回风量与排风量之和。

3.4.6.4 系统风量测定包括风量及风压测定，系统总风压以测量风机前后的全压差为

准；系统总风量以风机的总风量或总风管的风量为准。

3.4.7 系统风量测试调整时应注意的问题：

3.4.7.1 测定点截面位置选择应在气流比较均匀稳定的地方，一般选在产生局部阻力

之后 4～5倍管径（或风管长边尺寸）以及局部阻力之前约 1.5～2倍管径（或风管长边尺寸）

的直风管段上（图 4-42）。
3.4.7.2 在矩形风管内测定平均风速时，应将风管测定截面划分若干个相等的小截面

使其尽可能接近于正方形；在圆形风管内测定平均风速时，应根据管径大小，将截面分成若

干个面积相等的同心圆环，每个圆环应测量四个点。

3.4.7.3 没有调节阀的风道，如果要调节风量，可在风道法兰处临时加插板进行调节，

风量调好后，插板留在其中并密封不漏。

3.5 空调器设备性能测定与调整

3.5.1 喷水量的测定和喷水室热工特性的测定应在夏季或接近夏季室外计算参数条件

下进行，它的冷却能力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5.2 过滤器阻力的测定、表冷器阻力的测定、冷却能力和加热能力的测定等应计算

出阻力值及空气失去的热量值和吸收的热量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5.3 在测定过程中，保证供水、供冷、供热源，作好详细记录，与设计数据进行核

对是否有出入，如有出入时应进行调整。

3.6 空调自动调节系统控制线路检查：

3.6.1 核实敏感元件、调节仪表或检测仪表和调节执行机构的型号、规格和安装的部

位是否与设计图纸要求相符。

3.6.2 根据接线图纸，对控制盘下端子的接线（或接管）进行核对。

3.6.3 根据控制原理图和盘内接线图，对上端子的盘内接线进行核对。

3.6.4 对自动调节系统的联锁，信号，远距离检测和控制等装置及调节环节核对是否

正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6.5 敏感元件和测量元件的装设地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3.6.5.1 要求全室性控制时，应放在不受局部热源影响的区域内；局部区域要求严格

时，应放在要求严格的地点；室温元件应放在空气流通的地点。

3.6.5.2 在风管内，宜放在气流稳定的管段中心。

3.6.5.3 “露点”温度的敏感元件和测量元件宜放在挡水板后有代表性的位置，并应

尽量避免二次回风的影响。不应受辐射热、振动或水滴的直接影响。

3.7 调节器及检测仪表单体性能校验：



3.7.1 敏感元件的性能试验，根据控制系统所选用的调节器或检测仪表所要求的分度

号必须配套，应进行刻度误差校验和动特性校验，均应达到设计精度要求。

3.7.2 调节仪表和检测仪表，应作刻度特性校验，调节特性的校验及动作试验与调整，

均应达到设计精度要求。

3.7.3 调节阀和其他执行机构的调节性能，全行程距离，全行程时间的测定，限位开

关位置的调整，标出满行程的分度值等均应达到设计精度要求。

3.8 自动调节系统及检测仪表联动校验：

3.8.1 自动调节系统在未正式投入联动之前，应进行模拟试验，以校验系统的动作是

否正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无误时，可投入自动调节运行。

3.8.2 自动调节系统投入运行后，应查明影响系统调节品质的因素，进行系统正常运

行效果的分析，并判断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3.8.3 自动调节系统各环节的运行调整，应使空调系统的“露点”、二次加热器和室温

的各控制点经常保持所规定的空气参数，符合设计精度要求。

3.9 空调系统综合效果测定是在各分项调试完成后，测定系统联动运行的综合指标是

否满足设计与生产工艺要求，如果达不到规定要求时，应在测定中作进一步调整。

3.9.1 确定经过空调器处理后的空气参数和空调房间工作区的空气参数。

3.9.2 检验自动调节系统的效果，各调节元件设备经长时间的考核，应达到系统安全

可靠地运行。

3.9.3 在自动调节系统投入运行条件下，确定空调房间工作区内可能维持的给定空气

参数的允许波动范围和稳定性。

3.9.4 空调系统连续运转时间，一般舒适性空调系统不得少于 8h；恒温精度在±1℃
时，应在 8～12h；恒温精度在±0.5℃时，应在 12～24h；恒温精度在±0.1～0.2℃时，应在

24～36h。
3.9.5 空调系统带生产负荷的综合效能试验的测定与调整，应由建设单位负责，施工

和设计单位配合进行。

3.10 资料整理编制交工调试报告。

将测定和调整后的大量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和整理，应包括下列内容：

3.10.1 通风或空调工程概况。

3.10.2 电气设备及自动调节系统设备的单体试验及检测、信号，联锁保护装置的试验

和调整数据。

3.10.3 空调处理性能测定结果。

3.10.4 系统风量调整结果。

3.10.5 房间气流组织调试结果。

3.10.6 自动调节系统的整定参数。

3.10.7 综合效果测定结果。

3.10.8 对空调系统做出结论性的评价和分析。

4 质量标准

4.1 测定系统总风量、风压及风机转数，将实测总风量值与设计值进行对比，偏差值

不应大于 10%。

4.2 风管系统的漏风率应符合设计要求或不应大于 10%。

4.3 系统与风口的风量必须经过调整达到平衡，各风口风量实测值与设计值偏差不应

大于 15%。

4.4 洁净系统高效过滤器及高效过滤器与框架连接处的漏渗率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4.5 无负荷联合运转试验调整后，应使空气的各项参数维持在设计给定的范围内。



4.6 风机风量为吸入端风量和压出端风量的平均值，且风机前后的风量之差不应大于

5%。

5 成品保护

5.1 通风空调机房的门、窗必须严密，应设专人值班，非工作人员严禁入内，工作需

要进入时，应由保卫部门发放通行工作证方可进入。

5.2 风机、空调设备动力的开动、关闭，应配合电工操作，坚守工作岗位。

5.3 系统风量测试调整时，不应损坏风管保温层。调试完成后，应将测点截面处的保

温层修复好，测孔应堵好，调节阀门固定好，划好标记以防变动。

5.4 自动调节系统的自控仪表元件，控制盘箱等应作特殊保护措施，以防电气自控元

件丢失及损坏。

5.5 空调系统全部测定调整完毕后，及时办理交接手续，由使用单位运行启用，负责

空调系统的成品保护。

6 应注意的质量问题

6.1 通风空调系统调试后产生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见表 4-44。
系统调试后产生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表 4-44

序号 产生的问题 原因分析 解决办法

1 实际风量过大 系统阻力偏小 调节风机风板或阀门，增加阻力

风机有问题 降低风机转速，或更换风机

2 实际风量过小 系统阻力偏大 放大部分管段尺寸，改进部分部件，检查风道或设

备有无堵塞

风机有问题 调紧传动皮带，提高风机转速或改换风机

漏 风 堵严法兰接缝、人孔、检查门或其他存在的漏缝

3 气流速度过大 风口风速过大，送风量过大，

气流组织不合理

改大送风口面积，减少送风量，改变风口型式或加

挡板使气流组织合适

4 噪声超过规定 风机、水泵噪声传入，风道

风速偏大，局部部件引起，消

声器质量不好

做好风机平衡，风机和水泵的隔震；改小风机转速；

放大风速偏大的风道尺寸；改进局部部件；在风道中

增贴消声材料

7 质量记录

7.1 预检记录。

7.2 烟（风）道检查记录。

7.3 现场组装除尘器，空调机漏风检测记录。

7.4 风管漏风检测记录。

7.5 各房间室内风量测量数据表。

7.6 管网风量平衡记录表。

7.7 空调系统试验调整报告。

7.8 一般通风系统试运行记录。

7.9 冷冻机组试车记录。

7.10 设备安装工程单机试运转记录。

7.11 暖卫通风空调工程设备系统运转试验记录表。


